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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陕西省南部 ( 陕南) 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养育环境与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现状相关关系，为提高陕南贫

困地区农村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水平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陕南 7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 42 个村的

681 例 6 ～ 24 月龄婴幼儿，使用《家庭养育环境问卷》 ( FCIs) 、《年龄与发育进程: 社会情感 ( 中文版) 》 ( ASQ: SE) 量表进行

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家庭养育环境与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间的关系。结果 陕南贫困地区农村社会情绪发育

存在迟缓问题的婴幼儿高达 46. 11% ; 不良家庭养育环境检出率为 47. 58% ; 婴幼儿家庭养育环境与社会情绪发展之间存在正相

关 ( P＜0. 01) 。结论 家庭养育环境和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关系，婴幼儿社会情绪的发展需要家庭营造一个

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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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parenting environment and infantile so-
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status in poor rural area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LI Lan－Xi，LI Shan－Shan，YUE Ai，et al.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11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parenting environment and infantil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sta-
tus in poor rural area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provide a basis for improving infantil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al level in poor rural
areas in Shaanxi Province. Methods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681 infants aged 6－24 months from 42 villa-
ges，7 nationally－designated poverty countie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FCIs and ASQ: SE were used to survey the infant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parenting environment and infantil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
ment. Ｒ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fants with delayed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was 46. 11% . The detection rate of bad family par-
enting environment was 47. 58% . Family parenting environm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fantil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 P＜
0. 01) . Conclusion Family parenting environmen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fantil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Infan-
til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needs a good family parenting environment created by families.

Key words: Family parenting environment; Infant aged 0－3 years old; Social emotion; Poor area; Ｒural area

生命从怀孕开始后的 1 000 d 是儿童大脑生长发
育的最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大脑的生长发育不仅塑造
了儿童的发展潜能，还决定着未来其潜能实现的程
度［1］。其中婴幼儿社会情绪的发展，影响儿童进行
情绪管理、指导人际关系、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探索周
围环境的能力，越来越被认为是未来成功的关键［2］。
家庭环境是婴幼儿阶段接触的主要环境，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婴幼儿早期的各项发展［3－6］。国内家庭养育
环境对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江苏、武
汉等城市地区，极少有针对贫困地区农村的文献研
究。本研究旨在探讨陕西省南部 ( 陕南) 贫困地区
农村家庭养育环境与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现状相关关
系，为提高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水
平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使用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

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于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4 月在陕西省开展的婴幼儿早期养育

行为调查数据。该数据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选取

样本儿童。在陕南国家级贫困县中随机选取 7 个样本

县，每个县除城关镇外选择了 42 个样本乡镇，在每

个样本乡镇随机选取 1 个样本村。根据样本村儿童出

生和居住信息，选取 6 ～ 24 月龄且在家居住儿童作为

样本儿童。实际调查了 42 个乡镇、42 个村 741 例婴

幼儿，回收有效问卷 681 份。
1. 2 方法 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由统一培训的调

查员入户对婴幼儿家长或第一监护人进行调查，调查

期间项目主要工作人员现场进行督导检查。根据结构

化调查问卷收集婴幼儿家长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婴幼

儿及其监护人基本情况等信息。儿童家庭养育环境测

评: 应用《家庭养育环境问卷》 ( FCIs) ，FCIs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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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发制定，主要衡量发展中国家幼
童的家庭环境，分别衡量家庭中游戏材料的种类; 家
庭中游戏材料的来源; 监护人 3 d 内与孩子做互动游
戏的种类; 家庭拥有书籍的数量和杂志的种类［6］。
家庭养育环 境 总 分 越 高 表 明 婴 幼 儿 家 庭 养 育 环 境
越好。

婴幼儿社会情感发育评估: 应用 《年龄与发育
进程: 社会情感 ( 中文版) 》 ( ASQ: SE) ，该问卷涉
及 7 个行为领域: 自我调节、融合、沟通、适应性功
能、自主性、影响和与人的互动。问卷测试了 8 个年
龄阶 段———6 个 月、12 个 月、18 个 月、24 个 月、
30 个月、36 个月、48 个月和 60 个月婴幼儿的社会情
感发展情况，每个年龄段都有相应的问卷调查。本研
究选用 6 个月、12 个月、18 个月、24 个月 4 份问
卷。该 量 表 内 部 一 致 性 检 验 Cronbach ＇ α 系 数 为
0. 67 ～ 0. 91，总敏感性为 78%，总特异性为 95%，

有较好的信效度。此问卷提供了一种标准化分数的方
法，以便社会情感分数在不同年龄段间可比。0 是平
均值，负值表示高于平均水平的发展，阳性得分表示
低于平均水平的发展，年龄与发育进程得分越高表明
婴幼儿存在社会情感发育越迟缓［7］。
1. 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TATA 13. 1 软件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在描述统计分析中
使用百分率及均值，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中将不同的
家庭养育行为作为因变量，将婴幼儿、监护人和家庭
特征作为自变量。检验水准 α=0. 01。

2 结果
2. 1 婴幼儿、监护人和家庭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
681 个样本中男童 342 例，占 50. 22% ; 4. 99% 的婴
幼儿早产; 约 1 /3 的婴幼儿主要监护人是祖母，也就
是隔 代 抚 养。监 护 人 高 中 及 以 上 学 历 的 仅 占
21. 14%。样本婴幼儿家庭享受 低 保 的 占 11. 89%，

有 48. 16%的儿童有姐姐或者哥哥。
2. 2 婴幼儿家庭养育环境基本情况 采用因子分析
法对家庭养育环境进行标准化计算，如果得分小于 0
则表示家庭环境较差，研究结果显示，陕南贫困地区
农 村 婴 幼 儿 家 庭 环 境 得 分 最 高 为 2. 13， 最 低
为－2. 48，平均为－1. 91，标准差为 1。家庭养育环境
总分小于 0 的几乎占一半 ( 47. 58% ) ，这一结果说
明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婴幼儿家庭养育环境水平整体较
低。FCIs 量表的五个维度汇总了农村家庭的养育环
境，见表 1。
2. 3 婴幼儿社会情绪基本情况 陕南贫困地区农村
婴幼儿社会情绪平均得分为 4. 60，标准差为 33. 7;

如果婴幼儿的社会情绪得分大于 0 表示该婴幼儿需要
进一步的心理辅导，样本儿童中社会情绪得分大于 0
的婴幼儿共 314 例，占 46. 11%，表明这些婴幼儿存

在社会情感发育迟缓问题，需要由专人开展进一步的
心理辅导。

表 1 FCIs 五个维度各项目得分

FCIs 量表 % x±s

家庭中游戏材料的来源 2. 37±1. 03

把家里的物品当玩具给宝宝 65. 78

把户外的物品当玩具给宝宝 50. 37

给宝宝买玩具 94. 27

自制玩具给宝宝 27. 16

家庭中游戏材料的种类 3. 58±1. 93

家里有音乐类的玩具 76. 06

家里有画画类的玩具 24. 08

家里有绘本书( 不是教科书) 类的玩具 34. 65

家里有构造类( 如积木) 的玩具 39. 06

家里有可以到处滚动( 例如: 球) 类的玩具 82. 52

家里有区分形状和颜色类的玩具 47. 72
家里有角色扮演( 过家家玩具、玩偶、手偶)

类的玩具
53. 16

养育人 3 d 内与孩子做互动游戏的种类 2. 81±1. 77

过去 3 d 有和宝宝一起读书或看绘本书 26. 28

过去 3 d 有给宝宝讲故事 22. 76

过去 3 d 有给宝宝唱儿歌 46. 99

过去 3 d 有带宝宝在户外玩游戏 72. 54

过去 3 d 有跟宝宝用玩具玩游戏 72. 10
过去 3 d 有花时间和宝宝一起给东西命名，

数数，或画画
45. 81

家里拥有书籍的数量 1. 34±1. 26

没有 39. 94

1 ～ 2 本 13. 22

3 ～ 5 本 19. 38

≥ 6 本 27. 46

家里拥有报纸或杂志的种类 0. 69±1. 06

没有 65. 05

1 ～ 2 本 11. 89

3 ～ 5 本 11. 75

≥6 本 11. 31

2. 4 家 庭 养 育 环 境 与 婴 幼 儿 社 会 情 绪 发 展 的 关

系 家庭养育环境与社会情绪发展的单因素分析表
明，家庭养育环境对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存在影响。
见表 2。

表 2 家庭养育环境与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

的单因素分析 ( 例=681)

家庭养育环境 ［例( %) ］
社会情绪发

展得分( 分，x±s)
95%CI 值 P 值

家庭养育环境总得分≤0 324( 47. 58) 7. 07±34. 41 3. 31; 10. 80 0. 07

家庭养育环境总得分＞0 357( 52. 44) 2. 36±32. 84 －1. 06;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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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
剖析在控制了不同层面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家庭养育环
境与婴幼儿社会情绪的关系，发现结果具有一定的稳

健性，家庭养育环境越好，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水平
越高 ( P＜0. 01) 。家庭养育环境和婴幼儿社会情绪发
展相关分析见表 3。

表 3 家庭养育环境和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相关分析

家庭养育环境 β 值 SE 值 t 值 P 值 95% CI 值

家庭养育环境总得分 －5. 25 1. 61 －3. 18 0. 003 －8. 48; －2. 01

女孩 ( 1 =是) 5. 83 2. 31 2. 51 0. 015 1. 17; 10. 5

早产 ( 1 =是) －9. 87 6. 50 －1. 51 0. 137 －22. 9; 3. 18

母亲是第一养育者( 1 =是) 1. 60 2. 56 0. 62 0. 538 －3. 54; 6. 75

母亲受教育水平＞9 年( 1 =是) －4. 55 3. 15 －1. 43 0. 158 －10. 8; 1. 77

母亲年龄＞25 岁( 1 =是) －0. 96 3. 56 －0. 27 0. 789 －8. 12; 6. 20

家庭享受低保( 1 =是) －6. 32 3. 88 －1. 64 0. 108 －14. 1; 1. 47

有兄弟姐妹( 1 =是) －0. 00 5. 00 －0. 80 0. 427 －10. 0; 10. 0

2. 5 家庭养育环境问卷五个维度与婴幼儿社会情绪

发展的关系 家庭养育环境测试量表分成五个不同的
维度，代表了养育环境的不同方面，因此本研究分析这
五个不同的维度与社会情感的关系，探索影响家庭环

境的不同维度对社会情绪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研究结
果发现家庭游戏材料种类越多，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
水平越高( P＜0. 05 ) 。其他四个方面与婴幼儿社会情
感发展没有特殊的统计学意义( P＞0. 05) 。见表 4。

表 4 家庭养育环境问卷五个维度与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相关分析

家庭养育环境问卷五个维度 β 值 SE 值 t 值 P 值 95% CI 值

家庭中游戏材料的种类 －4. 99 1. 89 －2. 65 0. 011 －8. 80; －1. 20

家庭中游戏材料的来源 0. 46 1. 19 0. 38 0. 702 －1. 93; 2. 86

养育人 3 d 内与孩子做互动游戏的种类 －1. 26 1. 42 －0. 84 0. 407 －4. 13; 1. 60

家庭拥有杂志和报纸的种类 1. 00 1. 44 0. 70 0. 490 －1. 90; 3. 90

家庭拥有书籍的数量 －0. 80 1. 00 －0. 80 0. 430 －2. 82; 1. 22

女孩( 1 =是) 5. 97 －2. 31 2. 59 0. 013 1. 33; 10. 6

早产( 1 =是) －10. 0 6. 36 －1. 56 0. 124 －22. 7; 2. 79

母亲是第一养育者( 1 =是) 1. 09 2. 56 0. 42 0. 677 －4. 06; 6. 24

母亲受教育水平＞9 年( 1 =是) －4. 10 3. 41 －1. 19 0. 239 －10. 9; 2. 76

母亲年龄＞25 岁( 1 =是) －0. 81 3. 62 －0. 22 0. 826 －8. 08; 6. 47

家庭享受低保( 1 =是) －5. 73 3. 76 －1. 54 0. 131 －13. 2; 1. 83

有兄弟姐妹( 1 =是) －0. 10 4. 67 －0. 78 0. 438 －9. 50; 9. 30

3 讨论
3. 1 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婴幼儿家庭养育环境和社会

情绪现状 在制约儿童能力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因
素中，家庭养育环境对儿童早期发展至关重要［3，5，8］。
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关注家庭养育环境对儿童社交情绪
发展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2，8－11］。

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婴幼儿养育环境存在
显著差异，农村地区婴幼儿养育环境在整体、物质环
境、认知环境、情感养育环境、社会性养育环境上都
落后于城市婴幼儿家庭［12］。对我国 5 省 10 个经济较
发达城市社区婴幼儿家庭养育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

经常给婴幼 儿 讲 故 事 和 婴 幼 儿 玩 游 戏 的 比 例 均 为
80%以上［13］。本研究发现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婴幼儿
家庭过去 3 d 给婴幼儿讲故事、唱歌和玩游戏等科学
养育行为发生率普遍偏低，陪伴性等阅读和亲子活动
明显不足，和城市家庭主要采取表扬的方式鼓励婴幼
儿积极行为不同［9］。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婴幼儿养育
环境整 体 情 况 较 差，不 良 家 庭 养 育 环 境 检 出 率 为
47. 58%，大大高于江苏省城市 1 ～ 3 岁幼儿不良家庭
环境检出率的 4. 16%［14］，尤其在家里拥有书籍数量、
报纸或杂志种类方面水平较低。

同样，本研究发现陕南贫困地区农村社会情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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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存在迟缓问题的婴幼儿高达 46. 11%，远远高于美
国 Ｒahil 等［15］在国内地区对 3 619 名 6 ～ 36 个月的儿
童进行筛查 ( 22. 4% ) 。而宋佳等［8］在江苏省 5 个城
市 1 ～ 3 岁 幼 儿 社 会 和 情 绪 发 展 异 常 检 出 率
( 24. 82% ) 与 Ｒahil 等［15］ 的结果差不多，可以看出
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存在一定的问
题，城乡地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些现象都提示
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在满足儿童发展需要上不利于
婴幼儿发展和发育的需要。
3. 2 早期家庭养育环境与社会情感发育的关系 本
研究显示婴幼儿整体家庭养育环境与社会情感发育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家庭养育环境越好，婴幼儿社
会情感发育水平越高。这与很多国内城市地区的结果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8，10，14］。与整体环境相比，家庭游
戏材料的种类及数量与婴幼儿社会情感发育有较强的
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游戏材料的种类及数量
越丰富，婴幼儿监护人与孩子的互动交流就相应较
多，相较于单一的家庭因素，整体性、结构性家庭养
育环境可以减少婴幼儿社会情绪方面的问题，更利于
婴幼儿社会情感的发展，促进其社交能力的提高。本
研究结果也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又一佐证［16］。

综上所述，家庭养育环境对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
有显著的影响，目前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养育环境
还不足以支持婴幼儿社交情绪发展的需要。因此，改
善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婴幼儿家庭养育环境对促进其社
会情感发展十分重要，要实现家庭养育环境的改善不
仅需要国家更多教育资源的投入和政策的普及，更需
要拓宽陕南贫困地区农村的养育环境信息的获取途
径，提高信息的可及性，加大科学的养育理念的宣
传，特别要加大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养育信息的宣传，

从根本上改变陕南贫困地区农村的养育现状，最终促
进儿童社会情感等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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